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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 ”期间物理 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

李会红 蒲 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 , 北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项 目 申请中 ,物理 学科主要以亚原子物质 ,即基

本粒子 、原子核和等离子体为研究对象 ,探索深层次

的物质结构 、基本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 。本文以

一 年度物理 学科申请和资助的面上 、青

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统称自由申请项

目 为研究对象 ,分析 年来的基本申请与资助情况 、

各分支学科的特色 、科研队伍状况和资助项目结题情

况 ,通过对 “十一五 ”期间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全面总

结 ,希望对 “十二五 ”的资助工作有所启示和借鉴 。

申请和资助的总体情况

“十一五 ”期间物理 学科 自由申请项 目共接

收申请 项 ,资助 项 ,资助总经费 亿

元 。表 是各年度的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这些数

据反映出如下的几个特点 。

表 一̀ 年度面上 、青年 、地区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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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单位 资助经费 万元 、资助率 、资助强度 万元 项 。

申请量和资助规模持续增长 。申请量每年

都呈加速增长 的态势 , “十一 五 ”期间增量达到

由于资助率相对保持平稳 ,资助规模也基本呈

加速增长 的态势 , 年期间资助项 目数增量达到

,资助经费增长 倍 。

青年基金的资助规模占自由申请项目的份

额逐年增大 ,地区基金所占份额基本不变 ,面上项目

所占份额逐年下降 。 年期间青年基金的资助项目

数占整个 自由申请项 目的比例由 提高到 ,

地区基金基本稳定在 一 ,面上项 目的比例由

下降到 。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

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从事基础研究青年人

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中国科研队伍的长

远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

面上项目的资助强度逐年提升 ,青年基金

和地区基金的资助强度比较平稳 。 年期间面上项

目的资助强度由 万元 项提升到 万元

项 ,增幅为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平均资助

强度分别为 和 万元 项 。

各分支学科的特点

物理 学科共设 个二级申请代码 ,根据学科

特点及申请量的情况 ,将物理 学科的领域分为

部分 , “ 基础物理学 ”、“ 和 粒

子物理和核物理 ”、“ 核技术及其应用 ” 、

“ 和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实验方法与技

术 ”、“ 等离子体物理 ” ,其中前 个领域基本

是理论研究 ,后 个领域基本是实验研究 ,实验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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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的项 目数所占比例为 。获资助的项 目中

“基础研究 ”和 “应用基础研究 ”所占的比率分别为

和 。

基础物理学 。基础物理学主要涉及的是理

论物理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学物理方法 、

量子物理与信息 、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 、宇宙学 。基

础物理学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有如下几个特点 经典

物理的研究申请资助率非常低 ,主要原因是该类方

向不是研究前沿 ,选题比较传统 相对论 、引力与宇

宙学一直是研究领域活跃的优势前沿方向 ,资助率

较高 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方向 ,随着生命 、网络 、金

融等领域方向的快速发展 ,用统计物理方法研究这

类问题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所以申请量也相对

较多 量子物理与信息也是近 年竞争较激烈的研

究方向 。基础物理学的项目申请主要集中在高校 ,

特别是非教育部和非研究院所所属依托单位的申请

占一半多 ,相对其他领域而言 ,该领域的研究实力稍

弱 ,资助率低一些 。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 。粒子物理是研究物质

的最小组元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学科 〔̀〕,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场论 、标准模型和非标准模型 、宇宙

线 。从申请和资助情况看 ,粒子物理研究领域有如

下几个特点 主要集中在标准模型的理论研究上 ,包

括强相互作用和电弱相互作用的研究 ,是前沿热点

问题的研究 ,资助率较高 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

资助率稍低 ,该方向主要涉及宇宙线和宇宙学的研

究 关于宇宙线或暗物质实验研究的申请占一半 ,项

目申请依托单位比较集中 。

核物理是研究原子核结构和变化规律的基础学

科川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核结构 、放射性核束 、中高

能核物理 、核天体物理 。从申请和资助情况看 ,核物

理研究领域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高能核物理在国内

已经形成了一支很强的研究队伍 ,资助率较高 核天

体物理的研究队伍较小 ,资助率稍低 申请代码为

“核裂变 、核聚变 、核衰变 ”的资助率最低 ,

该三级申请代码所涉及的研究面较宽 ,申请项目中

有许多是关于 “反应堆物理与技术 ”和 “等离子体物

理 ”的 。

核技术 。核技术是基于核物理 、辐射物理 、

放射化学 、辐射防护等知识 ,依托大型核装置如加速

器 、反应堆 、辐射探测装置等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现代

技术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离子束辐照损伤 、核

分析技术 、离子束注人及材料改性 、核技术在其他领

域的应用 。从核技术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来看 ,有如

下几个特点 核技术本身的研究 ,包括核分析技术 、

核效应分析技术 、中子技术和加速器质谱技术 ,是资

助的重点和优先方向 离子注入及离子束材料改性

方向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研究队伍 核技术在其他领

域的应用获资助较低 ,资助率约 。

核技术在环境科学 、地学 、考古 、工业 、农业 、生

命科学和医学中应用的项目申请约占整个二级申请

代码 的 。在各领域的应用中 ,生命科学

和医学领域的申请和资助项目最多 ,约占应用项目

的一半 地学和考古领域的项 目获资助率较高 。通

过核技术的应用 ,使核科学与其他学科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和交叉融合 。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实验方法与技术 。粒子

物理和核物理实验方法与技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加

速器 、反应堆 、探测器 、辐射防护与辐射物理 、同步辐

射研究 。该领域申请和资助情况有如下几个特点

加速器方向的研究具有优势 ,资助率较高 辐射防护

与辐射物理方向 ,从 年起数理科学部每年在申

请指南中明确给予弱势学科方向倾斜性资助 ,对维

持和稳定一支队伍起到一定的作用 反应堆方向获

资助较低 ,这与近 多年来国家对反应堆研究有大

的投入 如高温气冷堆 、快堆等 ,申请中学科界线以

及物理问题与工程问题不甚明晰 ,学科领域专家观

点有差异相关 ,但对反应堆物理基本问题的深人研

究仍是基金资助的瓶颈 ,为此从 年起数理科学

部每年在申请指南中明确给予特殊的倾斜资助 ,希

望通过几年的扶持 ,对该方向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

和人才稳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等离子体物理 。等离子体是和固体 、液体 、

气体同一层次的物质存在形式 ,它是由大量处在非

束缚态的带电粒子组成的有宏观空间尺度和时间尺

度的体系闭 。等离子体物理是研究等离子体的基本

运动规律的基础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等离子

体的基本物理性质 、等离子体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等

离子诊断 、聚变等离子体 、低温等离子体 。该领域申

请和资助情况有如下几个特点 和其他领域相比 ,等

离子体物理领域在各方向的资助率较平衡 在聚变

等离子体方向 ,磁约束等离子体的队伍要比惯性约

束等离子体大 ,获资助率也高一些 低温等离子体及

其应用方向获资助较低 。

学科队伍状况

下面以 年内申请和资助项目的数据为分析对

象 ,研究本学科队伍的整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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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项目申请人和负资人的分布情况

面上项目申请人和负责人的年龄分布有如下几

个特点 图 申请和资助数量最高的是在年龄段

一 岁 ,约占总数的 ,其次是在年龄段 一

岁 所占申请量约 的 岁以上的申请人获资

助率比较高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资助率也越来越

高 ,说明在本学科领域还有一定数量的老科学家扎

根在一线从事科学研究 ,并且得到同行专家们的认

可 。面上项目女性申请和资助项目数分别占总数的

和 ,获资助率是 ,男性获资助

率是 。总体而言 ,女性研究人员申请项 目的

比例较低 ,这可能与学科特点有关 。在过去从事物

理研究或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比起其他学

科明显偏少 ,但其获得资助的比率还是可以的 。

优秀研究人员 ,能够连续获得同行专家的认可和支

持 每次申请都获得资助的负责人 包括申请 次获

次资助 、申请 次获 次资助 、申请 次获 次资

助 所占比例合计为 ,说明在这些负责人中

大部分负责人都是每次申请都获得资助 。每个申请

人的申请和资助次数分布情况见图 。

`

卜些

刃

刀

,

众随祖握旧

乃

盆 石。
名

”叼书 一魂 曰魂
世

刀

刀

刀

刀

巧 刀

乃

申请人

负责人

资助次数 申请次数

图 面上项目负资人获资助次数和申请次数的分布图

青年基金申请人和负责人的分布情况

青年基余申请人和负责人的年龄分布有如下几
个特点 图 申请人年龄分布在 一 岁之间 ,

因大于 岁的申请人是不符合青年基金申请要求

的 ,在受理期即被初筛掉 申请人和负责人主要集中

在 一 年龄段 ,分别占总数的 和

负责人在 岁获得资助率最高 。

令屹左五随

瞥犷犷犷犷犷犷方厅
年龄段

图 面上项目申请人和负资人按年龄段分布图

在 份面上 申请项 目中 ,涉及的申请人是

人 ,平均每人申请 次 。申请 次的比例最

高是 写 ,申请 一 次的比例依次减少 ,分别是

、 、 、 。

共资助 个项目 ,涉及的负责人是 人 ,平

均每人获 个项 目的资助 ,申请人获资助的比例

是 获资助负责人的人数 申请人的人数 。

在这 年内 ,负责人获资助的次数为 一 次 ,因为

受限项和资助期为 年的限制 ,所以 个负责人最

多也就获得 次的面上项目资助 。获得 一 次资

助负责人所 占的 比率分别 为 、 和

,即绝大部分的负责人获得 次面上项目的资

助 。仔细分析负责人资助次数和申请次数的情况 ,

有如下几个特点 有 的负责人是 次申请就

获得资助 ,就没有再申请项目了 ,这种类型在总数所

占百分比最高 在获得 一 次资助的负责人中 ,随

着申请次数的增多 ,其所占百分比是也来越少的 ,尤

其是申请 次只获得 次资助的类型非常低 ,只有

获得 次资助的负责人有 人 ,他们是申请

次每次都获得资助 ,这些负责人应该是各 自领域的

申请人

负责人`

刀

刀

众随祖发五

叼艺碑玄吉嚎厄万抢宫厄亏丽厄万泛斗万有岁女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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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青年基金申请人和负贵人按年龄分布图

青年基金女性申请和资助项目数分别占总数的

和 ,获资助率是 ,男性获资助

率是 。和面上项目相比 ,女性研究人员申请

和资助项目的比例在增大 ,但其获资助的比率却降

低了 ,比男性资助率低 个百分点 。因此在青年基

金项目的资助中 ,需要给女性研究人员一定的关注

和扶持 。

在 份青年基金申请项目 ,涉及的申请人是

人 ,平均每人申请 次 。共资助 个项

目 ,由于青年基金只有 次获资助的机会 ,所以涉及

的负责人也是 人 。按照 个申请人来算 ,申

请人获资助的比例是 。申请人和负责人中 ,

申请 次的所占百分比最高 ,分别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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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随着申请次数的增多 ,其所占百分比是

越来越少 ,说明青年基金大部分获得者都是首次申

请就获得资助 。

依托单位的分布情况

年内自由申请项 目共涉及依托单位是

个 ,有 个获得资助 ,即 的依托单位 申请获

得资助 。依托单位的申请和资助有如下几个特点

有 个依托单位 个研究院所和 个高校 ,占资

助依托单位的 获得了占总资助项目数 的

资助 申请数占总申请数的 ,获资助最多的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资助率最高的是北京大学 ,见

表 有 的申请项目依托单位每年仅有 一 项

申请 获得 一 项资助的单位在资助依托单位中占

,说明每年有大部分的依托单位只获得了几项

资助 上述表明依托单位呈现出申请多样性和资助

集中性的特点 。

表 主要获资助单位的资助和申请项目数情况

序号 单位
资助项 申请项 资助率

目数 目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合计

根据学科特点 ,将依托单位按隶属关系归属划

分如下 类部门 教育部 、研究院所 包括中国科学

院和 个核科学研究院所 、其他 包括工交农医国

防及地方省市 。从表 可以看出 , 部门的申请量

基本呈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资助方面 ,教育部和研究

院所占据优势 ,研究院所资助项目数最多 ,占百分比

为 ,而教育部资助率最高 ,为 。

表 类隶属部门的申请和资助项目情况

申请 资助

隶属部门
项目数

百分比
项目数

百分比
资助率

挑一︸乙八︺刁︺ ,̀`甘八的乙厂离教育部

研究院所

其他

亿元 。通过结题报告可以全面了解每个项目在基金

资助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经费的使用情况 。

项 目资助成果 。通过科学基金的支持 ,科

研人员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其产出的主要形式是发

表学术研究论文阁和培养学生 。结题项目共发表

论文 篇 ,培养学生 人 ,平均每个项 目

发表 论文 篇 ,培养学生 人 。理论项 目在发

表论文方面尤为突出 ,平均发表 论文 篇 项

目 ,实验项目平均发表 论文 篇 项目 。不同领

域发表论文的量差别也较大 ,最多的是基础物理学 ,

平均发表 论文近 篇 项目 ,最少的是粒子物

理和核物理实验方法与技术 ,平均发表 论文

篇 项目 。有 个项 目 , 占总数约 的项 目没有

论文发表 。有 个项目 ,占总数约 的项 目

既无 也没 论文的发表 。

经费使用情况 。根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规定项目资助经费中有部

分经费可用于国际合作与交流 ,该经费是指用于与

资助项目研究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用 ,包括项目组人员出访及外国专家来访的部分费

用 ,额度不得超过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的 困 。该

项经费的使用能够从侧面体现通过项 目的资助 ,项

目组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情况 ,有如下几个特点

平均每个项目使用国际合作和交流费是 万元 ,

占资助经费的 ,只用到规定额度的一半 各领域

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活跃度有差别 ,粒子物理和

核物理领域活跃度最高 ,基础物理学领域活跃度最

低 项目组一般是将该项经费用于参加国际会议和

接待境外专家来华合作交流 年纪大些的负责人出

国少 ,主要用于接待境外专家来华合作交 流 有

的项目该项经费没有支出 。

统计项目经费结余情况 ,有如下几个特点 共有

的经费额度结余 对每个项目而言 ,若以少于

。 万元划分认为是经费基本用完 ,则有 的项

目经费基本用完 ,即大部分的项 目经费有结余 ,该情

况也属正常 ,因为许多项 目在结题后还有一些后续

的研究成果有待发表或完善 , 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

管理给予项 目一定的自由度 各领域经费结余情况

有些差别 ,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结余最少 。

资助项目结题情况

年底共有 个项 目结题 ,总经费是

竺一 总结与思考

“十一 ”期间物理 学科各领域在如下的几个

研究方向具有优势 ,形成了一支支较强的研究队伍

相对论 、引力与宇宙学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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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物理的研究 中高能核物理 离子注入

及离子束材料改性 加速器研究 等离子体

的物理特性研究 。

面上项目的负责人主要集中在 一 岁年龄

段 ,约占总数的一大半 ,可以说处于该年龄段的研究

群体是我国亚原子物理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青年基

金的负责人主要集中在 一 岁年龄段 ,在 岁

获得资助率最高 ,主要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年轻研究

人员在 岁获得博士学位 ,而从师基础研究导师的

年轻人在读博士期间就有一定的科研成绩积累和科

研能力的体现 ,青年基金的定位就是及时给予这些

处于科学生涯初期的年轻科研人员以资助 ,目的是

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和进行创

新研究的能力 。

青年基金女性申请所占的百分比要比面上项 目

的高近 个百分点 ,这也许是近期女性获物理学博

士的人数增多的体现 ,但是其获资助率却比男性低

个百分点 。所以建议在青年基金项 目的评审工

作中 ,需要给女性研究人员一定的倾斜考虑 。

获青年基金的资助要比获面上项 目容易一些 ,

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青年基金的资助率高一点

青年基金申请 次就获得资助项目所占的百分

比为 ,而面上项 目每次申请都获得资助的项

目所占百分比为 。

物理 学科资助项 目在发表 论文方面整

体情况较好 ,平均每个项目发表 论文 篇 ,理论

和实验项目呈现出不同的产出 ,平均每个理论项 目

比实验项目多发表 论文 篇 。但也有约 的

项目在结题时 和 均无论文的产出 。作为科

学基金项目的管理者 ,我们该如何看待项目的

论文产出问题呢 基础科学研究产出的主要形

式是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还是应该鼓励项 目负责人

发表高质量和高水平的论文 理性对待发表

论文的数量 ,引导项 目负责人不要盲目追求 论

文数 ,在有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更应重视质量的提高 ,

向更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发表成果 不同领域的

项目发表 论文的情况是不同的 ,实验类的项 目

特别是技术方法方面的项目发表 文章数会少一

些 ,例如加速器领域 鉴于科学基金项 目严进宽

出的特点 ,应该相信能够经过各个评审环节获得资

助的项 目在各 自领域是具有竞争力的 ,对于结题时

无 和 论文的项目给予关注和追踪 。

通过对结题报告中国际合作经费使用情况的统

计 ,发现国际合作经费支出约占总经费的 ,而该

经费支出规定的上限是 ,所以项 目实施过程中

对国际合作交流经费的使用不足 。建议依托单位的

基金管理者鼓励项目组成员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或短期的国际合作交流 ,开拓视野 ,促进项目的更好

完成 。随着基金项 目资助强度的增长 , 的国际

合作经费额度应该可以满足短期的国际合作交流 ,

为项目组成员开拓国际学术视野提供了一定的经费

保障 。通过统计经费使用情况 ,发现有 的经费

额度结余 ,女目何看待该数据呢 目前自然科学

基金经费没有采取结余收回的管理模式 ,因此给予

项目一定的自由度 建议科学基金管理相关部

门对经费的申请 、资助 、使用等方面做全面的调研 ,

参考各国际资助机构的经费管理模式 ,合理引导和

规划经费额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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